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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建置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；沿革，则是人类社

会的发展所留的踪迹．它产生于人类社会的发展，又反过来·

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服务．

息烽建置始子何时?在现有文献中．可见宋元屯守，就：

地羁治，乃有土司；明平黔乱，扼控水西，则有千户；清改

土归流，废除卫所，始立县治。这是息烽境地在文献记载中：

上溯较早的建置。但息烽建县 ，还在民国三年，至本志下‘

限仅72年。这72年中，中华民国时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，

后至本志’F限时，恰巧各36年．然今建置兴繁，事业兴盛，

巳大异予民国，更非以前历代所比。当今及今后的社会主

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，除研究现状、研究马列主义、

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外，亦需回顾过去，研究历史。故今人

究其建置，溯其沿革，察其事体，深知建置在推动历史进程

中的重大作用；并对未来的行程有所借鉴。这也许就是编修

《息烽县建置沿革志》的目的和意义吧!

息烽地理参差，其详难举；建置常更，隶属屡变；名称

时易，千回百改，加上资料匮缺，文献难征，编好《息烽县

建置沿革志》实非易事。民国十九年(公元1930年)．顾极

编纂《息烽县志》，首叙息烽建置，为息烽地方行政机构留

下了一些可贵的资料。但该书多引用乾隆《贵州通志》、道

光《贵阳府志》、《遵义府志》及《华阳国志》等书之记

载，叙述粗略，且多与县境建置无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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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主义的《息烽县建置沿革志》在中共息烽县委的领

导和息烽县人民政府的主持下，力求采用新观点、新方法，

新材料编纂．同时，也继承前人“采访宜广而周，抉择宜精

而确。的修志方法，对资料竭力博采广收，‘使其足资备览；

取材时，又力求精确抉择，使其足资信守。因此，个人认

为，本志是息烽县有史以来较为完整、系统、翔实的建置志

书．

本志编者，克服文字方面的某些困难，敢于探索史料之

迷宫，锲而不舍，在部门专志中，率先完成了志稿，其精神

坚韧不拔，难能可贵!但天下资料载展无穷，人之耳目所及

有限。本志资料虽经努力搜寻，其慎其微，但仍恐拾中有

漏，未尽之处．只好留俟后人去发现，去补充。

本志在资料搜集和编写、审稿过程中，得到县委、县人

大、县政府、县政协领导和县直有关部门负责人热心于修

志工作者的大力支持，值此该志问世之际．在此一并表示感

谢!并请广大读者、专家、学者多多提出宝贵意见．不甚感

激之至!

邱德林

1989年10月2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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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 例

一、本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息烽县编写的第一

部建置沿革志书，定名为《息烽县建置沿革志》。

二、本志的建置记述，上自元代，下迄1985年底。根据

本县建置上的实际情况，按时间顺序和建置名称分类相结

合的办法进行记述．全志共分I 3章33节49目。

三、本着“立足当代，侧重近代，因事而异地上溯古

代”☆勺原则，记述渐次加详，并着重反映息烽建县以来特别

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机构设置，疆域变迁和隶属关系

的发展及其演变过程。

四、本县建置与全省一样．有其变化、发展的特殊性及

复杂性。为突出这一特点，章前都作了必要的记述．

五、本志记述范围．县级机构记至部、办、委、局、

行、社，县下记至区、镇、乡、自然村寨。机构排列以建立

时间为序。乡以上机构中的正副领导人的人事更迭，也作了

相应记述。
‘

六、本志以文、图、表，照片为表述形式，文体为语体

文。篇目上采用“宜横则横，宜纵则纵，纵横结合’的分类

方法。

七、为了便于查考，地名记载：在使用历史地名的习惯

称谓时，注明现今称谓；时间记载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

前使用历史年代习惯称谓时，注明公元纪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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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烽县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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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山苗族乡建立时授牌情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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